
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18 专版

杨世丹 李丽

今年以来，丽水市新乡贤工作不
断优化提升工作机制，主动融入中心
大局，部门协作、市县联动，打出了一
套“聚贤、用贤、礼贤”的组合拳，引导

“贤智”“贤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2 月 22 日，莲都区雅溪镇举办

乡贤联谊会第二届会员大会，来自全
镇 19 个村、68 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乡
贤代表参加，共叙乡音。

据了解，雅溪镇是著名革命老
区，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岱后村位
于雅溪镇北部，具有百年红色历史，
是中共丽水县委旧址所在地，是孕育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谱系，更是丽
水市红色根脉的重要起源地。

“从尊老敬老到义务帮扶低收入
群体，从传承非遗文化再到举办书法
旗袍跨界嘉年华，到处都有乡贤的身
影。有你们，是雅溪之幸哉。”雅溪镇
党委书记蓝煜斌在会上向乡贤表达
谢意。

情系家乡，泽被桑梓。据悉，雅
溪镇乡贤联谊会自 2018 年 9 月 30
日成立以来，力量逐渐凝聚，队伍逐
步壮大。今年，雅溪镇乡贤联谊会荣
获丽水市首批四星级新乡贤组织。

乡贤们饮水思源、共襄善举，无
论走到哪里，都积极参与家乡建设。
在乡贤们的助力下，雅溪镇环境面貌
日新月异、项目建设高效推进、民生
福祉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更加高效，
实现精彩蝶变。特别是今年，雅溪镇
自来水厂工程、双双线农村道路改造
提升工程等重点工程和季岭根村村
通等民生项目在乡贤的助力下顺利

完成。
“本次乡贤会是我们共商家事、

共谋发展的联谊会，接下来，我们将
携手并肩、同心同德，共同谱写雅溪
建设发展新篇章。”雅溪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尚佐方介绍，雅溪镇将遵循
莲都区委、区政府对北乡“红绿融
合”发展总定位，明确“产业融合生
态镇，红绿生金示范区”的目标，在
雅溪 5 个片区中试点打造西溪片“古
村+”产业区块链，开展小区域土地
整理和特色村庄微改造，谋划“五个
一”产业项目，辐射带动北乡共同发
展。

乡贤会上，里东村党支部书记李
军、潘百村党支部书记朱国来、库川
村党支部书记朱皆效先后推荐了里
东有精神、潘百有意思和库川有古韵
等 3 个项目，现场邀请广大乡贤参与
村庄发展。

现场振奋人心，莲都农商银行雅
溪支行对乡贤专项集体授信 3 亿元，
助力雅溪乡贤事业发展。

“雅溪镇乡贤联谊会第二届理事
会正式成立了，实施乡村振兴是当前
国家的重要战略，而乡贤联谊会作为
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组织，肩负着推
动乡村发展、增强乡土文化、提高乡
民福利和引导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等
多项重要任务。”新会长施连成在会
上激动地说。

寻一方绿水青山，忆一段峥嵘岁
月，续一支红色根脉，筑一个党建高
地。据悉，当天会议选举产生 30 位
雅溪镇乡贤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成
员。新的理事会成立，将为今后雅溪
镇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莲都区雅溪镇

打好乡贤组合拳
构建招商新格局

雅溪风景 郑建新 摄

寒 潮 来 袭 ，7 辆“ 金 农 好 好·侬
好巴士”在金华水果批发市场的中
心位置整齐排开。车灯亮起，一个
温馨的地产水果交易区打造完成。

“昨天凌晨太冷了，风吹到身上
直哆嗦，今天有这些巴士挡着风，真
的好多了。”来自金东区江东镇雅金
村的农户方春燕激动地说，“这是实
实在在为我们农民着想啊。”

金华水果批发市场一直为本地
农户免费提供交易场所，每天凌晨
两 三 点 就 会 有 农 户 从 四 面 八 方 赶
来。寒潮来临，农户们顶着凛冽寒
风，在露天市场出摊很是辛苦。

“ 为 充 分 发 挥 金 华 市 供 销 社 系
统的优势资源，我们开设这个地产
水果交易专区，为农户提供免费室
内场地、椅凳、热水、充电等暖心服

务，改善了原先的环境。”金华市供
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一来，方
便对接产销两端，在为本地农户开
辟销售通道的同时又帮助对接水果
市场内的经营大户，尽最大努力帮
助农户销售自产水果。此外，还进
行了县市联动，通过“金农好好·侬
好 巴 士 ”逐 步 打 造“ 一 县 一 车 ”，为
各个县（市、区）时令水果开设零售
新场景，让更多的批发客商和市民
能在“金农好好·侬好巴士”上购买
到新鲜的本地水果。不少企事业单
位、学校组织认购本地草莓，其中，
金华市环城小学二（7）班师生线上
认购了近百份草莓。

“今天带的草莓基本卖完了，收
入有 1000 多元。”上午 7 点，方春燕
与农户们陆续收摊，对于这一个早

晨的收获，大伙都十分满意。
“坚持初心，服务为农。”金华市

农合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诸葛兆华说，“金农好好”作为金华
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一直致力
于推广金华的农特产品，致力于帮
助农企、农户增收。当他们面对销
售难时，金华市供销社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发挥供
销系统在为农服务方面的组织和流
通优势，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并希望通过品牌效应为全市农产品
销售赋能。

目 前 ，“ 金 农 好 好 ”在 金 华 9 个
县（市、区）设立品牌旗舰店 15 家，
在机关食堂、酒店、景区、银行设置
品牌专柜，并与杭州慈善基地合作，
在省会杭州铺设“金农好好”展示合

作点，展示展销八婺农产品及山区
26 县 农 产 品 。 线 上 线 下 累 计 营 业
额超 1 亿元，助力果农、菜农等销售
农产品 315 万元。

不 仅 如 此 ，“ 金 农 好 好 ”还 组 织
授权企业参加培训班，开展“金华老
字 号 ”“ 金 华 城 市 伴 手 礼 ”等 活 动 。
根据产品的市场接受度、销售潜力、
中高低端搭配等方面丰富爆款产品
线，帮助企业设计并推出八婺城市
礼 盒、节 日 礼 盒 等 ，并 与 20 多 家 农
产品生产企业合作，帮助优化包装
设计 57 款。

接 下 来 ，“ 金 农 好 好 ”将 集 聚 平
台服务，充分依托金华市供销社的
系统资源，加强社有企业之间的合
作 ，共 同 助 推 品 牌 发 展 ，深 化 为 农
服务。

“金农好好”为农民“侬好巴士”暖人心
胡城璐 卢奕仿 陆 欣

“金农好好”为农民“侬好巴士”暖人心
胡城璐 卢奕仿 陆 欣

水碓坑村位于温州市瓯海泽雅纸
山县域风貌样板区内，有江南清代民
居 28 幢、水碓 3 所、纸槽 27 座、腌塘 39
个，因古法造纸技艺兴盛，又随纸产业
谢幕而衰落。近年来，瓯海积极探索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通过“古村+”模
式实现衰落古村新生蝶变。

规划+保护，留下乡愁与记忆。原
生态风貌和历史建筑是水碓坑村的最
大优势，如何守住并放大优势，让乡村
更有乡村的样子？瓯海区以古建筑风
貌的传承和延续为重点，先后编制《历
史文化名村规划》《传统村落保护性规
划》等多部规划，筹集各类专项资金
2000 余万元，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开
展“老屋拯救”行动，完整保存村内浙
南古民居风貌和千年古法造纸全套工
序遗址，留住 300 年前的古村风貌。

资产+运营，导入老村新业态。要
实现村庄可持续发展，必须夯实产业
根基，让乡村具有“造血功能”。瓯海
区坚持“运营前置、策划先行”原则，创
新“政府出资、集体收益、社会运营”的

开发模式，通过整村流转的方式引入
社会运营资本近 2 亿元，充实乡村业
态；成功招引君兰、安葵、兰里等温州
头部文旅企业落地水碓坑，招引木墨、
纸山精酿、明阁等一批产业项目入驻，
让千年古村焕发新貌，成为温州全市
知名文旅网红村。

共建+共享，激发古村新活力。产
业成型后，瓯海区泽雅镇以联动式的高
品质活动持续激发古村活力，让“网红”
变“长红”。由安葵领衔，联合君兰、兰
里、墨木等入驻企业成立的水碓坑村乡
村振兴联盟，以联盟为平台，轮流牵头举
办市集、研学、手作、音乐、挑灯等活动近
百场。通过形成“我办活动 大家受益”
的经营主体利益联结，实现多方共建、多
方共享，集体经济增收200万元以上，村
民户均年增收2.4万元以上，进而让古村
精彩不断。

“旧村焕新颜”不仅提升了村民农
房风貌以“和谐”为美的意识，更激起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还乡渴望”，为风
貌提升、乡村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瓯海积极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

塑造泽雅纸山美丽山村县域风貌

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水碓坑村外景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水碓坑村外景

（图文由瓯海区住建局、泽雅镇提供）（（图文由瓯海区住建局图文由瓯海区住建局、、泽雅镇提供泽雅镇提供））

周树慧

“作为土生土长的驿头驿阳人，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结合自己多年的
海外生活经历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带动家乡可持续绿色发展，实
现人生的更高价值。”依托温州市鹿
城区山福镇当地的田园特色和人文
资源，程建兵成立了驿头驿阳文旅有
限公司，打造中外融合特色的“侨家
乐”，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开设的民宿、
餐饮店数量翻番，年营收超过 3000
万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才振兴。
鹿城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在精准
引导乡贤“回巢”上做足文章，鼓励乡
贤回到曾经梦想开始的地方，反哺家
乡。该区建立新乡贤基本情况、创业

（推介）项目、重点人员三大数据库，
聚焦工商、新闻、法律、医疗卫生、教
育、文体、科技等领域开展新乡贤人
才排摸，入库一批素质高、能力强、德
行好的鹿城新乡贤生力军目录，精准
对接新乡贤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引导新乡贤开展
宣传推介、招商对接等活动，推动新
乡贤工作向“准不准”和“好不好”转
变。通过发挥新乡贤资源优势，近年
来，鹿城区顺利招引乡村振兴和新乡
贤回归投资重大项目、新增投资1000
万元以上新乡贤助力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项目 46 个，其中亿元项目 15
个。

为持续激发新乡贤服务家乡热
情，鹿城打造区—街镇—村社三级联
动乡贤阵地，以世界鹿城人城市客厅
为核心，铺面建设 14 个镇（街）级乡
贤馆和乡贤会客厅、3 个异地乡情驿
站，培育做优“乡贤助乡兴”实践基地
17 个、区新乡贤工作示范点 28 个，
形成一核多点现代式乡贤阵地矩
阵。该区推出“新乡贤宣讲团”“新乡
贤故事汇”等载体，走出鹿城乡贤文
化传播新路径，并以礼贤暖贤敬贤为
主线，打响“走遍千山万水·家在鹿
城”“走归眙眙”“链主企业助力家乡
发展”等引贤归巢品牌，举办“鹿力同
心”系列沙龙、座谈会、文创展等交流
活动，常态化推动海内外鹿城新乡贤
情感回归、资源回归。

新乡贤回归、资源融通，也为鹿
城的基层治理拓宽了空间。在鹿城
区，一个个乡贤工作室，一支支乡贤
调解队伍，通过利用人熟、事熟、社情
熟的优势，采取讲法、讲理、讲策略的
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做到“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与此同时，新乡贤带头出钱出力，掀
起文明创建热潮。“美丽乡村建设是
一件富民、利民的民生工程，是我应
该积极参与的事情，这是我的义务与
责任，作为乡贤能为村里的环境改善
添砖加瓦，我感觉特别幸福。”该区藤
桥镇上埠头村乡贤夏国益将 65 万元
送至村两委，为村庄的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添薪加柴。

鹿城集聚新乡贤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鹿城集聚新乡贤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图片由鹿城区委统战部提供图片由鹿城区委统战部提供））

新乡贤力量集聚新乡贤力量集聚，，乡村向美而生乡村向美而生，，图为鹿城区山福镇驿头驿阳村图为鹿城区山福镇驿头驿阳村。。

前 段 时 间 ，绍 兴 市 上 虞 区 梁 湖
街 道 乡 贤 张 杰 先 生 的 95 周 岁 寿 宴
在 中 国 香 港 举 行 。 上 虞 乡 贤 研 究
会 会 长 和 张 杰 先 生 在 虞 至 亲 等 专
程赶往祝贺。

据介绍，上虞梁湖籍港胞张杰先
生一分一厘地积少成多，连续几十年
向家乡捐资 1300 万元，为上虞中学、
皂湖中学、梁湖小学等学校建起了设
施一流的 18 幢张杰教学楼、32 间教
室、宿舍楼、图书馆等，还赠送了一批
批 体 育 器 材、音 乐 器 材、教 学 仪 器 。
他被选为“浙江骄傲”人物，还被授予

“浙江省爱乡楷模”荣誉称号。
张杰先生并非巨富商贾，然而为

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他慷慨解囊、一
掷千金。“位卑未敢忘忧国，年高仍重
桑梓情”是张杰先生崇高思想情操的
写照。他倾其一生积蓄“勤俭助学、
赤 诚 爱 乡 ”的 事 迹 被 誉 为“ 张 杰 精
神”，传为佳话。2024 年，梁湖街道

将完成张杰事迹陈列馆提升布展项
目，深入宣传、弘扬“张杰精神”，使其
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我们梁湖不仅有一辈子热心公
益的张杰先生，还有设立‘志英’爱心
助学金的李焕昌、全额出资建设古里
巷文化礼堂的顾永祥、为村民发放爱
心红包的华守夫、出资捐献路灯照亮
村民回家路的李剑青等乡贤。我们
会继续传承‘张杰精神’，凝聚社会向
心力，吸引更多乡贤热心公益、反哺
家乡，使乡贤文化形成体系，以点及
面弘扬乡贤美德。”梁湖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

作为“江南名士之邦”，上虞乡贤
资源丰富。为守护和利用这一宝贵
资源，梁湖街道搭建平台、举办活动，
倡导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为凝聚乡
贤力量打下基础。

今年以来，梁湖街道以上虞区基
层 统 战 工 作“360+ ”体 系 为 工 作 引

导 ，以“ 弘 扬 张 杰 精 神、共 建 秀 色 梁
湖”为主线，打造乡贤文化特色品牌，
助推街道各项事业发展。

挖掘古贤、联络今贤、培育新贤，
促使乡贤精神薪火相传。梁湖街道
积极开展虞籍乡贤、侨胞摸排工作，
持续扩大乡贤底数，广泛挖掘乡贤力
量 ，推 进 上 虞 区 青 春 之 城 建 设 。 同
时，街道积极探索“党建+乡贤”治理
模式，鼓励乡贤参与基层治理，广泛
吸收在村内有威望、有话语权的老干
部、老教师、老模范等数位乡贤担任
调解员。目前，乡贤队伍入户参与化
解矛盾，还向群众提供各类服务，有
力推动乡村善治水平。

此 外 ，梁 湖 街 道 注 重 引 导 企 业
家、乡 贤 助 力 梁 湖 发 展 。 今 年 上 半
年，梁湖籍乡贤、上海文联副主席、著
名艺术家李守白携家人走进上虞乡
贤 馆 ，专 程 参 加“ 乡 贤 润 桑 梓 ，共 植

‘ 乡 贤 林 ’—— 我 为 家 乡 种 棵 树 ”活

动。梁湖街道古里巷村乡贤顾永祥
将出资 1000 余万元建造村集体商业
楼建设项目，预计带动村集体年收入
约 50 万元，解决本村 100 人就业。今
年 7 月，梁湖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商会会员大会召开，为当地企业家谋
事创业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家园，交流
合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为梁湖
街道的迅速发展起到桥梁和纽带作
用。

为了团结统战对象，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梁湖街道计划创建“侨之家”
阵地，并将于 2024 年 1 月举行街道首
届新乡贤联谊会暨高质量发展大会。

今后，梁湖街道还将继续密切联
系走访乡贤、侨胞，在重大节日走访
联络情谊，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凝
聚共建力量，发挥乡贤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工作中的重大作用，引导他们
以资源返乡、智力返乡、技术返乡、资
金返乡等方式推动乡村振兴。

德润桑梓 共建秀色梁湖
周 静 李哲铖

金女士是绍兴一名在职职工，自
“越惠保”上线以来，她每年都用历年
个账给自己和家人参保。今年 4 月，
市民李先生被确诊为肝恶性肿瘤，住
院治疗总费用达 52.5 万元，除去基本
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的 28.39 万
元，“越惠保”又赔付了 8.07 万元。

作为绍兴市首款政府指导的惠民
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产品，自 2021 年
正式上线以来，“越惠保”三年累计参
保 956.23 万人次，参保率均在 70%左
右，平均年龄约 48 岁。三年累计赔付
122.46 万人次，为 25.84 万参保群众
减轻医疗费用负担 7.8 亿元，人均赔
付 3016.85 元，最高赔付 56.76 万元。
2021 年 、2022 年 赔 付 率 均 超 过
90%。值得一提的是，相关工作还得
到了国家医保局充分肯定，走出了商

业补充医疗保险极具代表性的“绍兴
模式”。

今 年 ，绍 兴 市 共 投 保 323.57 万
人，投保率达 70.83%，截至 10 月底，
2023 年 度 总 赔 付 金 额 已 达 2.08 亿
元 ，超 6 万 人 获 赔 ，赔 付 率 64.17% ，
预 计 全 年 赔 付 率 将 达 93% 。 目 前 ，

“ 越 惠 保 ”报 销 已 实 现“ 一 站 式 ”结
算 ，对 于 参 保 人 员 在 省 内 医 保 定 点
医 药 机 构 刷 卡 就 医 的 ，医 疗 费 用 达
到理赔标准后，可无感报销，省去跑
腿垫资困扰。

为助力“病有良医”，绍兴持续迭
代产品方案，理赔范围实现了基本医
保目录内外的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全
覆盖，实现平均每 3 个住院病人就有 1
人获得保障。同时，为助力“老有康
养”，柯桥区把财政出资为 70 岁以上

老人购买“越惠保”列入区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实现 60 岁以上患者年均资金
赔付率超过 172%。“越惠保”还设置了
新生儿中途参保政策，将先天残疾的
康复治疗费用纳入待遇保障。此外，
绍兴在全省率先开展“困难托底保障”
行动，两年来为 64 名困难人员化解医
疗费用个人负担共 254.9 万元。

此外，“越惠保”还坚持数智赋能，
以数字化驱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
设。依托智慧医保系统，自行开发“越
惠保”参保系统，按下“一键”即能实现
本人和家属参保；完善“越惠保”理赔
系统，病人医疗费用达到理赔标准后，
可无感报销，省去跑腿垫资困扰；在各
地医保窗口设立“越惠保”专窗，实行

“一窗受理、后台联办”，实现理赔“最
多跑一次”。

目前，“越惠保”2024 年度参保开
始。据绍兴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4 年度“越惠保”产品呈现“集
成、简约、扩面”特点，实现“一优一增
三不变”。“一优”即优化了产品结构，
将原来的责任一责任二合并成一个责
任；“一增”即增加了赔付覆盖面，赔付
覆盖面计划从 3%提高到 5%；“三不
变”即参保条件零门槛不变，保费 100
元不变，保障额度 150 万元不变。对
于连续参保人员和特殊人员设置优惠
政策，即连续参保三年且前三年度无
赔付的人员，按现行责任赔付后，整体
赔付金额再提高 10%。同时设置了药
店购药直付、配送、重大疾病筛查、平
价购药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等增值服
务项目，健康群体也能够享受到“越惠
保”的健康服务。

“小钱”撬动“大保障”真惠民护健康

绍兴“越惠保”兜牢市民医疗保障
金汉青


